
禁
派
樣
板
書
影
響
學
校
選
書

教師用書成商品
出卷或多掣肘

學界指校方買教材要花30萬 商會允2014全面落實

課本料降價一成
書商揭分拆定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為了協助
課本教材分拆順利推行，當局早前已向學界
發通告，禁止學校收取免費教材及學材，但
對於書商用作學校推廣的「樣板書」，則一
直未有明確指引。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主
席黃旌透露，當局早前曾去信商會，禁止書
商向學校派發、甚至借出「樣板書」，認為
當局做法不合理，影響學界選書。有校長表
示，學校選書時，須參考「樣板書」，但今
年為免違規，已被迫延遲選書流程，必要時
只能沿用去年書單。
黃旌表示，當局曾去信商會指，書商不可

以向學校免費派發及借出「樣板書」，令書
商難以向學校進行推廣活動，亦影響學校選
書。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表示，以往這個
時間，學校已接近完成制定新學年書單，但
因應當局今年的新指引，教師未能透過參考
「樣板書」選書，影響選書流程。

校長質問是否教局統籌
林日豐又指，當局嚴禁學校收取、甚至借

閱「樣板書」的做法不合邏輯，「難道要當
局負責統籌選書程序﹖教師只能到教育局分
區看樣板書，屆時只會害到學界，亦不排除
學校最終為求保險，沿用去年書單，但這做
法不是最好」。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已提醒學校不可接

受，以及不應向出版社索取課本的教師用書
及教材和學材，以免增加出版社出版課本的
成本。課本出版社只要把課本和教材分拆定
價，學校便可因應需要，向出版社購買學生
課本及教師用書作選書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教科書年年加價，書
商歸咎於教育局送審制度未完善所致。兩大出版商會
昨日發聲明指，要求教育局盡快檢討及改善送審制
度，包括公布未來3年的新課程或修訂課程計劃，讓出
版社有18個月編寫時間，減少課本未能通過送審而虧
蝕的風險，以穩定書價。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昨日發

表聲明指，課本開發成本高昂的主因，源於當局不合
理的送審制度，故商會要求教育局訂定合理審批標
準，以及送審前給予出版社足夠編寫時間。

教局：推課程有邀編輯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過往6年，除了新高中課程外，

初中只有生活及社會科、地理科兩個新科目的課程頒
布。當局向教師介紹新課程初稿時，亦會邀請課本編
輯出席，讓他們了解課程最新進展，從而及早為編書
作好準備。

業界促改善送審制
設18月編寫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
有「黑市教材」透過網上公開發售，有出版商質疑，
有關教師用書未有授權賣出，有違法之嫌。教育出版
商會會長王偉文指，商會已與會員出版社商討事件，
各會員正展開調查，亦已聯絡律師，發信予刊登銷售
告示的討論區，要求刪除有關宣傳信息。有出版商
指，有行家懷疑有人把試題庫翻印及出售，涉嫌侵
權，計劃向海關投訴，並要求當局跟進。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近日網上討論區上，有人公

然售賣「黑市教材」，聲稱可代買家訂購大部分出版社
的教師用書及試題庫。多個出版商否認授權出售教科
書，表示有關「黑市教材」有違法之嫌。

商會指會員已展開調查
王偉文表示，由於今次屬於大規模售賣，與會員開

會商討後，各會員已展開調查。同時，該會亦已聯絡
相關討論區負責人。

出版商疑行家違法賣試題庫

大近視易白內障 8成父母懵然 直資校帳目交專責小組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課本、教材分拆

定價一事，昨日有突破性發展：以往一直對分拆

後教材定價三緘其口的教科書出版商會，昨日披

露新版書獨立教材的定價，將是課本的2至3倍，

估計平均每校購買教材的開支約為12萬元，此舉

可令學生課本減價10%。但學界估算，中學開設

10多個學科，校方買教材的開支將高達30萬元。

另外，商會承諾於2014年全面落實分拆定價。教

育局指，仍與出版商就上述細節磋商，爭取盡快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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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將於月內更新教科書適用書目表，當中會公布新
學年教材及教科書定價。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

教出版事業協會趁此前夕，與傳媒茶敘。香港教育出版商會
會長王偉文指，新版書較易進行分拆定價，其獨立教材定價
將是課本的2至3倍。而學校平均一科的教材支出約2萬元，
以一校開設6科推算，一所學校的教材開支則需要12萬元。
商會預計，分拆後的新版課本，可比舊課本減價近10%。

涉版權問題今年難落實
不過，商會認為，把現版書分拆定價，涉及大量版權問

題，故未能在今年進行落實分拆。因此，這類課本今年仍有
3%至5%加幅。王偉文指，明白家長對書價下調有所期望，
已呼籲各出版社於3年內，把現行課本及教材全面分拆定
價，並已向教育局表達意見。不過，當局未有接納3年全面
落實教材分拆的建議。

憂虧損或停出版冷門教材
教育出版社行政總裁潘志偉表示，教材定價是按市場需求

作估算，現時定價是按照最理想的市場環境而定。若學校反
應未及預期，出版商或要面對虧損，故業界不排除會停止出
版一些冷門教材。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表示，中學平均開設科目高達10

多個學科。若以2萬元一科作推算，學校至少需要支付30多
萬元購買教材，較書商估算為多。至於學界是否有足夠資源
購買，則需要待書商為各科教材定價後，才能作出估計，
「學校要衝量教材的質素及價格，才能決定選購的數量」。

盼沿用教材數年減負擔
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表示，學界難以負擔10多萬元的教

材開支。因應當局現時為學校提供的撥款，需要用作處理新
高中活動等事宜。一旦用作購買教材，即意味 ，需要減少
其他活動開支。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德富同樣認
為，教材開支為學校構成很大負擔，期望首年購買後，學校
在往後數年可沿用教材，減輕負擔。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示，分拆後的教材價格雖

然改為「用者自付」，但家長亦擔心，學校日後需要承擔額
外支出時，會縮減其他活動的資源，變相把開支轉嫁給家
長。
就書商要求有3年過渡期處理分拆，教育局發言人回應

指，去年已應書商要求，給予1學年過渡期處理分拆的技術
問題。至於學校購買教材的資源問題，發言人指，校方可從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或「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資
助，用以購買教材。當局重申，日後學校因資源不足而無法
購買教材時，當局會了解實際情況，透過現行撥款機制增撥
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一
項調查發現，多達8成家長「不知
道」或「不認為」深近視會增加
患嚴重眼疾的風險：青光眼、白
內障等。此外，有部分家長誤以
為子女「大近視」不要緊，只要
待長大後接受激光矯視便一勞永
逸。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提
醒指，近視度數一旦加深就「不
能回頭」，呼籲家長自子女3歲起
每年為子女安排眼科檢查，以及
早發現，並跟進眼睛異常情況。
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目前成功

訪問了1,541名育有至少1名就讀
小一至小六子女的家長。37%受
訪家長的子女有近視，25%人有
散光。調查發現，42%家長稱，
毋須定期帶子女驗眼。9成受訪家
長直言，須待子女瞇起眼睛或告
訴家長看不清楚時，才會帶子女
驗眼。協會會長鄭偉雄認為，訪
問反映家長忽視驗眼的重要性，
故不少兒童首次驗眼時，近視已
達200度、300度。另外，有家長
以為，自行為子女驗眼即可，但
「鴛鴦眼」（兩眼視力差異大）、弱
視、斜視等視力問題，簡單檢驗
根本無法發現，間接延誤了子女

視力問題的處理。

2年級時近視加深最快
調查亦發現，有46%家長誤以

為中學是近視加深最快的時期。
但鄭偉雄指，根據門診經驗，兒
童一般在2、3年級時，近視加深
最快。因為對視力問題的種種誤
解，往往令家長掉以輕心。

輕視大近視致管教懈怠
今年9歲的楊衍瞳，左右眼分別

有375度及350度近視，兩眼亦各
有200多度散光。
楊媽媽表示，今年1月帶衍瞳前

往驗眼，赫然發現在短短2個月
間，衍瞳近視已加深100度，相信
與她喜愛閱讀有關。
楊太坦言，由於誤以為「大近

視」無大礙，未來接受激光矯視
便可，故在管教衍瞳時有點「懶
惰」，「本來限制玩電腦30分鐘，
但未必每次嚴厲限制，有時都會
疏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審計
署於去年底第55號報告書，揭示直資
計劃的管理及直資學校行政管治問
題。經多次公開聆訊後，立法會政府
帳目委員會今年初提交相關報告，並
提出多項改善建議。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昨日表示，因應帳委會的關注及建
議，教育局已跟進個別直資校違規及
不當情況，並改善現有運作機制，包
括由常設專責小組，跟進各直資學校
每年經審核的帳目。至於早前成立由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任主席的直資小
組，亦會在今年底提交報告，就學費
減免、管治架構等多方面，提出改善
建議。
唐英年昨日向立法會匯報指，特區

政府認同帳委會的建議，指其可幫助
直資計劃持續完善地推行，以及提高
直資學校管治。而教育局已就此於兩
個層面作跟進，包括已完成處理大部
分學校違規及不當個案，同時亦 眼
於整體運作及系統機制。
他表示，為了改善監管，教育局已

設立系統風險分析機制，揀選高風險
直資學校，進行帳目審核，並加強跟
進學校更正不當做法的情況。而由教
育局副秘書長任主席的常設專責小
組，亦會討論各直資校帳目，以檢視
其財務安排。
唐英年續說，由教育局官員及多名

專業人士組成的直資小組，也正研究
可行措施，監察直資學校學費減免或

獎學金計劃，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問
題而無法入讀。同時，直資小組會檢
視其他行政管治範圍，以及向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報告進度，年底向教
育局局長提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陶仁清）考評
局早前公布，中學文憑試每名考生考
試費約2,520元，與現時高考相若，但
較會考高逾1.6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
昨日指，文憑試考試費是根據有關總
開支計算，以收回整體成本為原則。
據了解，明年首屆文憑試總成本開支
約2億元，考試費佔每科成本約98%，
收回成本比率較今年高考大增14%，

也遠高於今年會考補考的16%。

語文貴因考時長試卷多
文憑試語文科考試費為每科540

元，較非語文科目360元高。孫明揚
昨日以書面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
指，語文科較貴，是因為考試時間相
對較長，且試卷數目較多，也會在適
當試卷實施雙重評卷制。

根據局方提供的推算數字，明年文
憑試考試費，料可收回成本約98%，
遠較今年高考及會考84%及16%高。
孫明揚指，這受試卷數量、複雜程
度、所需考試工作人員和閱卷員等因
素影響。
孫明揚又稱，考評局運作一向自負

盈虧，過往政府曾給予考評局與文憑
試相關的非經常性撥款，主要包括供
開發考試系統約1.5億元，以及支援發
展新學制1.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現時教師用書等
教材，均是書商免費向學校派發。但有出版商擔
心，教材分拆定價後，教師用書會成為有標價商
品，隨時會產生二手教科書市場，進一步影響書
商利潤。有校長則憂慮，一旦家長或學生可購得
教師用書或附有答案的教材，對教師出考試卷會
造成很大困難及掣肘，故促請當局發出指引，禁
止有關教材流出巿場。

今年二手書佔市場3成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會長王偉文指，隨 新高中

出現「退修潮」，不少新高中學生已把課本賣至二
手市場「套現」。今年新高中的二手舊書市場，就
佔整體課本巿場3成。他表示，隨 教材分拆實
施，教材成為商品後，會有更大機會流出市面。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德富表示，雖然
現時免費教材亦有機會流出市面，但當教材變成
「真金白銀」的商品後，將有更大誘因，「教師用
書有答案，如果流入家長及學生手中，會影響教
師出卷；希望當局協助訂立指引，嚴禁教材流出
市面」。

料家長憂吃虧會買教材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示，在競爭激

烈的考試制度下，家長對子女成績非常緊張，如
果教師的教材流入二手市場，相信家長會願意購
買，為子女溫習。他坦言，雖然家長明白有關操
練不太恰當，但亦會擔心「人有我無」時，子女
會吃虧。因此，他促請當局應設立監察機制，以
防類似情況發生。

■鄭偉雄呼籲家長，自子女3歲
起，每年至少進行一次綜合眼科
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楊太以為「大近視」無大礙，
故在管教衍瞳時有點「懶惰」。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文憑試考試費「回本」98%勝高考

■唐英年表示，教育局除跟進個別
學校違規及不當情況，亦會改善現
有機制。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教科書出
版商會透露
新版課本分
拆後的教材
定價，將會
是教科書的
2至3倍，估
計平均每所
學校的教材
開支約12萬
元，但可為
新版書帶來
10%減價空
間。
資料圖片

■鄭德富認為，教材開
支為學校構成很大負
擔。 資料圖片

■趙明表示，相信家長
會願意購買教材，為子
女溫習。 資料圖片

■林日豐表示，學校難
以負擔10多萬元的教材
開支。 資料圖片

■王偉文表示，分拆後
教材定價將會較教科書
高出2至3倍。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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